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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密（９．２６万株·ｈｍ－２）种植条件下，研究了４个春玉米品种（内单３１４、宁玉３０９、金山１１６、金山２０）
的受光态势及光合特性。结果表明：单株叶面积以内单３１４最大，且棒三叶及以上层位叶片的分布比例在４个春玉
米品种中均最高；４个春玉米品种不同层位叶向值总体表现为棒三叶上＞棒三叶下＞棒三叶，其中棒三叶上以及棒
三叶均以内单３１４最大，以宁玉３０９最小，棒三叶下以金山２０最大，金山１１６次之，内单３１４最小；不同生育时期光
合势以吐丝至乳熟期最大，品种间表现为内单３１４＞宁玉３０９＞金山１１６＞金山２０；净光合速率除０８∶００以外，其它
各时段均以内单３１４最高；平均瞬时光能利用率以内单３１４最大，宁玉３０９次之，金山２０最小；在４个春玉米品种
中，内单３１４受光态势好，光合能力强，产量最高，是试验所在地西辽河平原高密栽培的首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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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喜温光，是高光效的 Ｃ４作物，其种植面积
和产量约占中国粮食作物的五分之一［１］。合理密植

是提高玉米产量的主要途径［２－３］。但群体密度的增

加势必造成个体竞争的加剧，给群体受光态势造成



影响，从而影响玉米的光合性能及产量。群体结构

受作物自身遗传特性与生理生化过程的影响，同时

也受种植方式和环境状况的制约［４］。玉米群体作为

一个完整的光合作用、物质生产体系，其结构特点对

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相关专家学者以高产栽培为

目标，从栽培品种［５－８］、种植密度［９－１０］、肥水调

控［１０－１１］等多角度对高产玉米群体冠层结构特点进

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但研究多集

中在群体结构或群体内光分布等相关内容上，且研

究材料以夏玉米为多，因此，研究高密种植条件下不

同春玉米品种的受光态势及光合特性，对于揭示不

同区域高产玉米群体结构特点与功能的关系显得尤

为重要。本研究以４个春玉米品种为试材，研究了在
高密种植条件下４个春玉米品种的受光态势及光合
特性，以为研究地区玉米的高产栽培提供理论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自然概况

西辽河平原地处世界玉米生产的黄金带，土壤

肥沃，井灌条件良好，具有实现玉米大面积超高产的

潜力和优势。玉米种植面积稳定在６．０×１０５ｈｍ２左
右，平均单产 ７．５０ｔ·ｈｍ－２，较全国平均单产 ５．２５
ｔ·ｈｍ－２高４０％以上，总产约占内蒙古自治区玉米总
产的３０％。

试验于 ２０１０年在位于西辽河平原的金山农业
科技园区进行，试验地区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

均气温 ６．８℃，降水量 ３９９．１ｍｍ，无霜冻期 １５０ｄ，

≥１０℃活动积温３２００℃。试验地土壤为灰色草甸
土，为当地主要土壤类型。０～２０ｃｍ土层土壤有机
质含量为３２．６０ｇ·ｋｇ－１、全氮为１．４７ｇ·ｋｇ－１、碱解氮
为１１５．５０ｍｇ·ｋｇ－１、速效磷为 ８３．３９ｍｇ·ｋｇ－１、速效
钾为６５．００ｍｇ·ｋｇ－１。
１．２ 试验年度气象条件

表１ 试验年度生长季内气象条件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ｉｌｙｅａｒ

气象要素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年份

Ｙｅａｒ
月 Ｍｏｎｔｈ

５ ６ ７ ８ ９
总／平均
Ｔｏｔ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

日照时数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ｈ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３ ２６５．２ １７１．３ ２３４．２ ２３５．１ １１０５．１

平均气温

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０ １６．６０ ２４．４７ ２４．５７ ２３．１０ １８．０７ ２１．３６

降雨量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ｍ ２０１０ ７８．３ １７．９ ９２．０ ２６．６ ４．６ ２１９．４

注：资料来源：通辽市气象局。Ｎｏｔｅ：Ｓｏｕｃｅｏｆｄａｔａ：Ｔｏｎｇｌｉａ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ｆｆｉｃｅ．

１．３ 试验设计

供试春玉米品种为内单３１４、宁玉３０９、金山１１６
和金山 ２０，４个品种随机排列，３次重复，小区面积
均为１２０ｍ２。种植密度均为 ９．２６万株·ｈｍ－２（大小
垄种植，大垄行距８０ｃｍ，小垄行距４０ｃｍ，株距均为
１８ｃｍ）；基施牛粪肥１２０．０ｔ·ｈｍ－２，于秋季旋耕前均
匀撒施；种肥为磷酸二铵 ２２５．０ｋｇ·ｈｍ－２、硫酸钾
４９５．０ｋｇ·ｈｍ－２，施于种子下方３ｃｍ土层处；在拔节
期、大喇叭口期和散粉期分别追施尿素 ２４３．０ｋｇ·
ｈｍ－２、４８７．５ｋｇ·ｈｍ－２和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全生育期灌
水５次。４个品种的播种期均为４月３０日，收获期
均为９月３０日。
１．４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４．１ 叶面积指数（ＬＡＩ）及光合势（ＬＡＤ）测定
吐丝期测定单株叶面积，每品种 ３株，３次重

复，单叶叶面积 ＝长 ×宽 ×０．７５；群体光合势 ＬＡＤ
（ｍ２·ｄ·ｍ－２）＝［（Ｌ１＋Ｌ２）／２］×（ｔ２－ｔ１），式中 Ｌ１、
Ｌ２分别为 ｔ１、ｔ２时间时的叶面积。

１．４．２ 叶向值（ＬＯＶ）测定
吐丝期将叶片分为３层，棒三叶为中层，其上为

上层，其下４片叶为下层。根据公式计算叶向值，每
处理５株，３次重复。计算公式为：

ＬＯＶ＝∑
ｎ

ｉ＝１
θ（Ｌｆ／Ｌ）／ｎ

式中，θ为叶片和茎秆连接处叶片与水平线的夹角；

Ｌｆ为叶基部到叶片最高处的长度；Ｌ为叶片全长；ｎ
为叶片数。

１．４．３ 光合速率及光能利用率

分别在玉米吐丝期选择晴朗天气，用 ＬＩ－６４００
便携式植物光合测定系统，每小区选取具有代表性

植株，测定穗位叶０８∶００～１６∶００的光合速率（Ｐｎ），
每次测１０株，取平均值，单位μｍｏｌＣＯ２·ｍ

－２·ｓ－１；叶
片瞬时光能利用率 ＳＵＥ＝Ｐｎ／ＰＡＲ，式中，Ｐｎ为净
光合速率，ＰＡＲ为叶室内光合有效辐射。
１．４．４ 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各小区测产面积为２０ｍ２，人工脱粒后测鲜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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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含水率，并折算成含水量为 １４％的产量。同时，
查各测产区内有效穗数，并分别取１０穗考种，测定
穗长、穗粗、穗行数、行粒数、穗粒数，折算１４％含水
量下的千粒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４个春玉米品种产量比较
由表２可见，高密种植下４个春玉米品种产量

表现为内单３１４＞宁玉３０９＞金山１１６＞金山２０，其
中内单３１４、宁玉３０９、金山１１６３个品种产量均达到
了超高产水平（１５．０ｔ·ｈｍ－２），产量最高的内单 ３１４
达到了１６．１４ｔ·ｈｍ－２，分别较宁玉 ３０９、金山 １１６和
金山２０高出４．４７％、７．６０％和２９．８５％。从产量构
成来看，千粒重和穗粒数均以内单３１４最大，与宁玉
３０９和金山 １１６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但三者与金山

２０之间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２．２ ４个春玉米品种不同层位叶面积及分布比例

比较

叶面积的大小直接影响作物对光能的截获，近

而影响群体光合生产。由表 ３可见，４个春玉米品
种吐丝期单株叶面积以内单 ３１４最大，宁玉 ３０９次
之，金山１１６最小。从单株不同层位叶面积及分布
比例来看，棒三叶上以及棒三叶的叶面积均以内单

３１４最大；受单株叶面积的影响，棒三叶叶面积分布
比例以金山 １１６最大，内单 ３１４次之，二者仅差
０．２８％；棒三叶下叶面积内单 ３１４高于金山 １１６，低
于金山２０和宁玉３０９，叶面积的分布比例在 ４个品
种中最低。玉米花后，棒三叶及以上叶片是光能截获

的主要器官，内单３１４具有较大的单株叶面积，且主
要分布于棒三叶及以上层位，更有利于光能的截获。

表２ ４个春玉米品种产量及其构成因素
Ｔａｂｌｅ２ 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ｉｚ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有效穗数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ｉｋｅ
（１０４ｐｌａｎｔ·ｈｍ－２）

穗粒数／粒
Ｇｒａｉｎｎｕｍｂｅｒｐｅｒ
ｓｐｉｋｅ（ｇｒａｉｎ）

千粒重／ｇ
１０００ｋｅｒｎｅｌｗｅｉｇｈｔ

实测产量

Ａｃｔｕａｌ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
／（ｔ·ｈｍ－１）

金山２０Ｊｉｎｓｈａｎ２０ ８．８１５ａＡ ５４８．３２ｂＢ ２７３．８０ｂＢ １２．４３ｂＢ

金山１１６Ｊｉｎｓｈａｎ１１６ ８．７３０ａＡ ６３２．９９ａＡ ３０９．４０ａＡ １５．００ａＡ

内单３１４Ｎｅｉｄａｎ３１４ ８．７５７ａＡ ６４４．３１ａＡ ３３０．１０ａＡ １６．１４ａＡ

宁玉３０９Ｎｉｎｇｙｕ３０９ ８．７０４ａＡ ６１７．０６ａＡ ３２３．４０ａＡ １５．４５ａＡ

注：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０．０１、０．０５显著水平。

Ｎｏｔ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ｈｏｗ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０．０５ａｎｄ０．０１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ｓ．

表３ ４个春玉米品种吐丝期单株不同层位叶面积及其分布
Ｔａｂｌｅ３ 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ｉｚ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棒三叶上

Ａｂｏｖｅｔｈｒｅｅｅａｒｌｅａｖｅｓ

叶面积／ｍ２
Ｌｅａｆａｒｅａ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棒三叶

Ｔｈｒｅｅｅａｒｌｅａｖｅｓ

叶面积／ｍ２
Ｌｅａｆａｒｅａ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棒三叶下

Ｕｎｄｅｒｔｈｒｅｅｅａｒｌｅａｖｅｓ

叶面积／ｍ２
Ｌｅａｆａｒｅａ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单株叶面积

Ｌｅａｆａｒｅａ
ｉｎｄｅｘ
／ｍ２

金山２０Ｊｉｎｓｈａｎ２０ ０．１５９ ２１．５５ ０．１９５ ２６．５４ ０．３８２ ５１．９１ ０．７３７

金山１１６Ｊｉｎｓｈａｎ１１６ ０．１９１ ２８．７３ ０．１９０ ２８．５７ ０．２８４ ４２．７０ ０．６６５

内单３１４Ｎｅｉｄａｎ３１４ ０．２４５ ３１．７９ ０．２１８ ２８．２９ ０．３０８ ３９．９２ ０．７７１

宁玉３０９Ｎｉｎｇｙｕ３０９ ０．２２０ ２９．４４ ０．１９３ ２５．８３ ０．３３５ ４４．７３ ０．７４８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０．２０４ ２７．８８ ０．１９９ ２７．３１ ０．３２７ ４４．８２ ０．７３０

２．３ ４个春玉米品种不同层位叶向值比较
叶向值既取决于品种的遗传因素，又受密度等

栽培条件的影响，其值越大，表明叶片上冲性越强，

值越小则表示叶片越趋于平展，下垂程度越大，是决

定群体受光姿态、影响群体透光性能的重要指标［２］。

４个春玉米品种不同层位叶向值总体表现为棒三叶
上＞棒三叶下＞棒三叶；同一层位不同品种间表现
为，棒三叶上以及棒三叶均以内单３１４最大，以宁玉
３０９最小，棒三叶下以金山２０最大，金山 １１６次之，

内单３１４最小。上部叶片叶向值较大，叶片上冲，群
体透光性能强，有利于提高中部叶片光能的截获量

和群体的分层受光，下部叶片叶向值小，叶片平展，

有利于弥补中上部叶片的漏光损失。内单３１４棒三
叶上叶向值为７０．０３，在供试的４个品种中最大，棒
三叶为 ５０．４９，虽也最大，但二者的差值达到了
１９．５４，在 ４个供试品种中仍为最大，说明高密种植
条件下，内单３１４上部叶片上冲性好，中下部叶片相
对平展，有利于提高光能的截获量和群体的分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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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受光态势好。

表４ ４个春玉米品种吐丝期不同层位叶向值
Ｔａｂｌｅ４ 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ｉｚ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ｙｅｒｓｏｆ

ｌｅａ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ｉｌｋ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棒三叶上

Ａｂｏｖｅｔｈｒｅｅｅａｒ
ｌｅａｖｅｓ

棒三叶

Ｔｈｒｅｅｅａｒ
ｌｅａｖｅｓ

棒三叶下

Ｕｎｄｅｒｔｈｒｅｅｅａｒ
ｌｅａｖｅｓ

金山２０Ｊｉｎｓｈａｎ２０ ６７．８８±０．９４ ５０．３１±０．８９ ５４．８６±５．５２

金山１１６Ｊｉｎｓｈａｎ１１６ ６４．８１±１．６９ ４６．４６±１．５５ ５４．０４±４．４８

内单３１４Ｎｅｉｄａｎ３１４ ７０．０３±１．２４ ５０．４９±０．８７ ５２．１８±４．９４

宁玉３０９Ｎｉｎｇｙｕ３０９ ６３．５６±２．４１ ４５．００±１．７０ ５３．０７±５．６８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６６．５７ ４８．０７ ５３．５４

２．４ ４个春玉米品种光合势比较
在一定范围内光合势越大，光合作用时间越长，

植株体内积累的光合产物就越多。由表 ５可见，４
个春玉米品种的光合势以吐丝至乳熟期最大，品种

间表现为内单３１４＞宁玉３０９＞金山１１６＞金山２０；
乳熟到成熟期次之，品种间以内单 ３１４最大，宁玉
３０９次之，金山１１６最小，其中前者分别较后两者高
２９．５８％和５０．０１％；拔节到吐丝期各玉米品种的光
合势最小，其中以金山 １１６最大，内单 ３１４次之，金
山２０最小。光合势是反映玉米群体叶片光合能力
的主要因素，供试的４个春品种玉米，总光合势以内
单３１４最大，且与其他３个品种差距明显，说明内单
３１４光合作用时间长，光和能力较强。
２．５ ４个春玉米品种瞬时光能利用率比较

瞬时光能利用率是反映叶片光合性能的重要指

标，棒三叶的光合性能除了与叶长、叶厚及叶绿素含

量等叶片本身特性有关系外，也和群体透光性能有

关系。由表６可见，４个春玉米品种的瞬时光能利
用率总体呈现先升高再降低的趋势，峰值均出现在

１４∶００时左右。平均瞬时光能利用率品种间以内单
３１４最大，宁玉３０９次之，金山２０最小，其中前者分

别比后两者高０．２８５％和０．７４５％。

表５ ４个春玉米品种光合势的变化（ｍ２·ｄ·ｍ－２）
Ｔａｂｌｅ５ 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ｉｚｅ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拔节－吐丝
Ｊｉｏｎｔｉｎｇ－
ｓｉｌｋ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吐丝－乳熟
Ｓｉｌｋｉｎｇ－
ｍｉｌｋ
ｓｔａｇｅ

乳熟－成熟
Ｍｉｌｋ－
ｍｔ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ｇｅ

总光合势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金山２０
Ｊｉｎｓｈａｎ２０ ７０．１８ １７０．５５ １０９．０８ ３４９．８１

金山１１６
Ｊｉｎｓｈａｎ１１６ ７４．６６ １９６．４０ １０６．１７ ３７７．２３

内单３１４
Ｎｅｉｄａｎ３１４ ７４．０２ ２０５．６３ １５９．２７ ４３８．９２

宁玉３０９
Ｎｉｎｇｙｕ３０９ ７０．７０ ２０４．４０ １２２．９１ ３９８．０１

２．６ ４个春玉米品种净光合速率比较
由图１可见，４个春玉米品种净光合速率均呈

现先升高再降低的趋势，其中峰值均出现在１２∶００，
品种间表现为内单３１４＞宁玉３０９＞金山２０＞金山
１１６。除０８∶００外，４个春玉米品种的净光合速率其
他各时段均以内单３１４最高。说明内单３１４群体内
光分布较为合理，透光率高，叶片的净光合速率较

大，利于光合产物的积累。

图１ ４个春玉米品种的吐丝期净光合速率日变化
Ｆｉｇ．１ 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ｉｚｅｓｉｌｋ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ｏｆ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ｔ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

表６ ４个春玉米品种吐丝期和乳熟期的瞬时光能利用率日变化／％
Ｔａｂｌｅ６ 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ｉｚｅｓｉｌｋ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ｏｆｄｉｕｒ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ｒｇｙ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６∶００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金山２０Ｊｉｎｓｈａｎ２０ １．７９５ １．８１８ １．８５２ ２．２１５ ２．０６９ １．９５０

金山１１６Ｊｉｎｓｈａｎ１１６ １．９５４ ２．００４ ２．２５０ ２．８４９ ２．５３１ ２．３１７

内单３１４Ｎｅｉｄａｎ３１４ ２．４７５ ２．５４３ ２．７６１ ２．９１９ ２．７７８ ２．６９５

宁玉３０９Ｎｉｎｇｙｕ３０９ ２．０１６ ２．１７６ ２．５７８ ２．７８４ ２．６３４ ２．４３７

３ 结 论

光在玉米群体中的分布状况主要由冠层结构决

定，在冠层结构中叶片起最主要的作用，与光分布及

其对光能的利用有着密切的关系［１２］。４个春玉米品
种吐丝期单株叶面积以内单 ３１４最大，宁玉 ３０９次
之，金山１１６最小，单株不同层位叶面积及分布比例
棒三叶上以及棒三叶的叶面积均以内单 ３１４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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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层位叶向值来看，４个春玉米品种总体表现
为棒三叶上＞棒三叶下＞棒三叶，其中内单 ３１４棒
三叶上以及棒三叶分别达到７０．０３和５０．４９，在供试
的４个春玉米品种均最大，其差值为１９．５４，也明显
高于其他品种，高密种植条件下，内单３１４保持较大
的叶面积，上部叶片上冲性好，下部叶片相对平展，

有利于提高光能的截获量和群体的分层受光，受光

态势好。

４个春玉米品种的光合势均表现为吐丝至乳熟
期最大，拔节到吐丝期最小；其中内单３１４吐丝至乳
熟期、乳熟到成熟期均最大，拔节到吐丝期仅次于金

山１１６，总体表现最好。从各玉米品种的净光合速率
来看，除０８∶００外，其他各时段均以内单３１４最高。平
均瞬时光能利用率内单３１４也明显高于其他品种。

从产量表现来看，４个春玉米品种以内单 ３１４
最高达到了１６．１４ｔ·ｈｍ－２，分别较宁玉３０９、金山１１６
和金山２０高出４．４７％、７．６０％和２９．８５％。较好的
受光态势、较强的光合能力是内单 ３１４产量高于其
他品种的原因所在。

４ 讨 论

增加种植密度是进一步提高玉米单产水平的有

效途径［１３］。密度的增加势必给群体结构带来影

响［３］。合理的群体结构，也就决定了合理的光分布，

从而使玉米光能利用率达到最高，光合作用水平达

到最佳状态［１２］。李登海认为，紧凑型玉米在适当高

的密度下，穗位上叶夹角较小（１０°～１５°）、叶面积指
数较高（最大ＬＡＩ为５．５～６．０，成熟期仍达到３．５左
右）、光合势较长，是产量在１３．５～１５．０ｔ·ｈｍ－２夏玉
米的育种目标［４］。吕丽华等研究了不同种植密度下

的夏玉米冠层结构及光合特性后指出，在适当高的

密度下 （小株小穗型品种为 ９．７５～１１．２５万株·
ｈｍ－２，中株中穗型品种为 ８．２５～９．７５万株·ｈｍ－２，
大株大穗型品种为６．７５～８．２５万株·ｈｍ－２），穗位层
透光率较高，叶面积指数发展动态合理（前快、中稳、

后衰慢，吐丝期达到５．５９～６．７５，成熟期仍然保持在
２．２４～３．６８），中上层叶片净光合速率较高（３３．６～
４３．８μｍｏｌ·ｍ

－２·ｓ－１），群体光合势高值持续时间较

长（小株小穗型品种吐丝后光合势达到１７２．０ｍ２·ｄ·
ｍ－２，中株中穗型和大株大穗型品种达到 ２３２．８～
２３５．９ｍ２·ｄ·ｍ－２），是高效冠层的特征［９］。本试验结
果表明，在密度 ９．２６万株·ｈｍ－２种植条件下，内单
３１４产量达到１６．１４ｔ·ｈｍ－２，其叶面积指数达６．９２７，
穗位叶日最大净光合速率３０．５μｍｏｌ·ｍ

－２·ｓ－１，吐丝
后光合势达３６４．９０ｍ２·ｄ·ｍ－２。高产目标的实现与
其合理的冠层结构和受光态势，较强的光和能力具

有直接关系，此结论与李登海、吕丽华等的研究结论

基本一致，数值上的差异主要是试验采用的品种及

试验地区环境条件不同所致。另外本研究采用的是

高密度、宽窄行的种植方式，宽窄行种植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群体的通风和透光条件，这也是宁玉３０９、
金山１１６两个玉米品种取得较高产量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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